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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瑶族自治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龙圣亿

近年来，富川瑶族自治县积极贯彻落实《关
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
见》《“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桂在
行动”实施方案》，深度挖掘富川文化底蕴，将

“文”“旅”深度融合，以旅游业发展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各民族群众内心，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

拓展全域旅游，打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旅游载体。通过不断开发富川丰富旅游产
品和业态，推动全域旅游，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通
过利用好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人文资
源、民族文化资源，构建起以“古明城”景区为核
心、“西岭生态康养、潇贺古道文化体验、国际慢
城长寿休闲”三个组团的“一城三组团”全域布
局。“古明城”景区作为县城里的一个国家
AAAA景区，发展旅游提升了当地各族群众的
生活质量，游客纷至沓来也促进了各民族广泛
交往。西岭生态康养组团旅游让来自各地的广
大游客在此静心疗养。潇贺古道文化体验组团
旅游让游客体验穿越时空感觉的同时为这里的
楚越文化、南岭文化、瑶族文化等流连忘返。国
际慢城长寿休闲旅游则让广大旅行者在这里得
到惬意放松，找到了心灵中可以无限慰藉的家
的感觉。2024年。23个村入选全国“发现乡村
旅游目的地”

推动文旅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依托文化资源培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

位，形成富川独具魅力的“古文化、瑶风情、美生
态、慢生活”文化旅游体验。一是通过举办上灯
炸龙节、瑶族花炮节、状元出游节、瑶族盘王节
等一批独具瑶族特色的文化节庆活动，打造富
川的文化特色、文化品牌。二是将本地传统文
化和文艺表演融进景区运营中，丰富景区文化
内涵和旅游业态。把富川优秀的传统手工瑶族
织锦技艺、传统音乐瑶族蝴蝶歌、传统舞蹈芦笙
长鼓舞等非遗项目，通过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技
艺展示、教学等模式，让游客在领略文化遗产独
特魅力的同时认知体验各民族文化魅力，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精神上情感上的认同，进一步拓
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度和深度。
仅古明城景区就建成了明城老照片馆、瑶绣展
示工坊、明城话语馆、潇贺古道历史文化馆、年
代馆、上灯炸龙馆等一批特色非遗展馆，推出

“明城有约”系列特色民俗文旅活动，成为富川
旅游的一张响亮名片。三是探讨开发沉浸式文
化体验，举办“西岭药谷”跑山赛，在虎头开展社
火祈福、烟花秀等活动，增强游客体验感。四是
开发特色鲜明的系列文创产品、数字旅游产品、
民俗工艺品、生活化艺术品等旅游商品和纪念
品，推出秀水状元村“状元系列文创产品”和深
坡古村的“古韵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富有艺
术性、纪念性、实用性、便携性的文化旅游创意
商品。五是扶持发展一批集研发、生产、包装、
销售文化旅游创意商品的骨干企业，完善产、
供、销体系，延长产业链条，展现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魅力与活力。
加强宣传推广，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内涵。深入挖掘富川地域文化特色，将文
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旅游景区，融
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持续提升富
川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是加强宣传推
广。在旅游宣传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挖掘文物古迹和旅游景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方面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为景区、民宿等旅
游资源赋予“三交”新内涵，在县内景区设置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栏，全方位阐释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四个与
共”的共同体理念。二是加强培训让小导游讲
好民族大团结故事。为提升导游讲解民族文化
水平，持续免费培训好景区讲解员，使他们成为
富川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线宣传
员、身体力行者。

激活旅游经济，促进旅游发展成果更多更
好惠及各族群众。充分发挥各类旅游示范点
的引领带动作用，以旅游景点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促进乡村文旅融合，促进就业机会，为各族
群众打开致富发展渠道，推动“民族团结＋乡
村旅游”深度融合。一是支持举办文化旅游创
意商品大赛，培育一批知名度较高的品牌，选
送到自治区乃至全国评奖。富川瑶福珠宝公
司选送的瑶族银饰获得“广西有礼”旅游伴手
礼一等奖。二是扶持引导文化文物单位、各类
创客、民间能工巧匠等，从事文化旅游创意商

品开发、生产、经营活动。广旅富兴公司生产
的“瑶族状元礼”旅游文创产品在刚结束的华
南五市洛阳咸阳旅游推介会上大受欢迎。三
是对接文博会、旅游节、论坛等，召开文化旅游
创意商品营销对接会。瑶家油茶、瑶银、状元
好味道、药浴瑶药、瑶绣等一大批代表性的旅
游文创产品被发掘出来。其中小吃梭子粑粑、
岔山油茶、黑狗粑粑、岔山米豆腐等被评为广
西桂菜名小吃。如岔山村创新“古村夜景+美
食+互联网”旅游开发新模式，每年游客量达
40至 60万人，旅游年收入近 300万元，从自治
区“十三五”深度贫困村华丽蝶变为“全国第一
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广西五星级乡村旅游区”

“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加强旅游联动合作，释放跨区域旅游新动

能。加强区域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提高文旅
融合广度和深度。与湖南的江华、江永、回龙
圩，广东的四会、清远等跨省周边县区签订《省
际边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建立文化旅游长效工作机制，共同定期组织开
展民族团结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非遗展示展演
活动、文化演出等，促进边界各族群众文化交
流；结成文化旅游市场联盟合作伙伴，通过联合
营销、广告置换、效果奖励等方式，共同开发旅
游专线，携手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推进两地文化
旅游业共赢发展、高质量发展，为省际边界民族
地区旅游发展创造新机遇，进一步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富川：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助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地处广西西北部的凤山县始终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三力三
新”举措，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
深走实，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全县累计成功创建市级以上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 9个，自治区授予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 2个，荣获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各 1个、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 1人。

聚焦政治引领“聚合力”，提升各民族同心
同向同行新实效。 该县深入强化政治引领“聚
合力”，针对党员干部群众融入不深、承接地气
不够的问题，充分利用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四家
班子联席会议、党组（党委）会议、“三会一课”、
专题培训等方式，组织县处级领导、基层党组织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论述等内容 410余场次，推动基层党组织书
记、党员领导干部上专题党课360余场次，教育

引导全县党员干部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
魂，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同时，坚持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
民教育体系，构建宣教常态化机制。创新打造

“同心大讲堂”“统战第一课堂”，组织机关企事
业单位党员干部化身红色宣讲员，下沉到村（社
区），通过“壮语+汉语”“苗语+汉语”等双语形
式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讲好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红色故事，进一步夯实民族
团结进步的思想根基。目前，宣教活动累计惠
及群众 1万余人次，发放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
传手册8000余份。

聚焦氛围营造“影响力”，取得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新成果。该县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根本途径，及时举办
凤山、香港两地“青少年交流计划·我们在行
动”暨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凤山县民族中
学与云南省景洪市哈哈尼族乡中心小学开展

“景凤少年手拉手 石榴花开共成长青少年交

流计划”；凤山县 3个民族成立 40周年少数民
族体育交流活动暨气排球邀请赛，邀请了桂滇
黔三省 20市、县（区）40支球队到凤山开展体
育竞技交流，大力推动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
及时举办江洲、平乐、金牙等三个民族乡建乡
40周年庆典活动，通过线上直播、线下体验等
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瑶乡 40年来的发展成就和
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引导各族群众在交流交
往交融中增进友谊，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走深走实，营造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浓厚氛围。
此外，还依托“广西三月三”、中秋节、重阳节等
节日，开展“欢聚广西三月三 民族团结一家
亲”“各族共唱三月三 山歌嘹亮颂党恩”等丰
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增进民族团结友谊。2024年，全县共
开展各类民族文化主题交流活动 30余场，吸
引 2万余人参加。

聚焦产业赋能“源动力”，推动各民族共富
共融共赢新发展。 该县牢牢抓住“东桑西移”

“东西部协作”、粤桂协作等发展机遇，采取“党
支部+公司+示范基地+村集体经济+农户”等
发展模式，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发展核桃、桑蚕、
八角、油茶、中草药等种植产业，助力群众增
收。2024 年，全县 99 个村(社区）的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均达到 5万元以上，共有 77个村（社
区）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 606.12万元。同
时，该县以共同富裕夯实各民族融合发展基
础，积极组建县级农村党员教育讲师团，深入
田间、产业基地等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把农业
种植大户培养成“土专家”“田秀才”。为解决
农产品难买、难卖问题，该县搭建“党旗引领
农市大集”消费平台，依托县直企事业单位党
组织的资源优势，通过现场消费和爱心认购，
带动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参与消费助农行动，
鼓起农民的“钱袋子”。目前，全县开展农市大
集 20场次，现场销售农产品和民族特色产品
达 130万元，认购金额达 350多万元，带动 3000
多户农户增收。

凤山：聚焦“三力三新”助力打造各民族融合发展结硕果

近年来，田东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通过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民
生服务、党建引领等举措，全力推进示范区建
设，为全区乃至全国提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实
践经验。

以文化振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田东县以非遗保护与传承为抓手，推动各民族
文化的交融共生。县政协牵头建成瑶族噜吡
咧、汉族师公舞、蔗园歌等3个自治区级非遗
传承基地，并举办瑶族金锣舞师资培训班，覆
盖146名中小学音乐教师，推动非遗文化进校
园。同时，通过“委员讲堂”“读书分享会”
等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助力建设右江河谷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此外，规划建设唐

宋壮族风格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一镇一节”
文化品牌等建议获采纳，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以经济赋能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县政
协引导委员企业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融
合与乡村振兴。例如，钱记鲜蛋养殖公司通过

“农户+基地+分红”模式，带动16个村集体经
济年增收超20万元，并解决180多名低收入群
众就业问题；林德恩委员的果蔬基地通过“一
带一路”拓展国际市场，推动芒果、生姜等特
色农产品远销海外。在党建引领下，田东县构
建“县乡村三级集体经济体系”，建成糖料蔗
产业园 2000亩，2024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1956.79万元，芒果产业产值突破 18亿元，有
效带动群众增收。

以民生服务打造守望相助和谐家园。田东
县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建成 15个“有事好商
量”协商议事厅，推行“田间协商”“小板凳
协商”。2023年以来解决农田灌溉、饮水安全
等民生问题33件，惠及1.8万群众。县政协还
通过“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收集社情民
意，化解信访积案。如推动解决某局拖欠 30
万元项目款问题，切实维护群众权益。

以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田东县以改
革精神强化基层党建，实施“百屯组织示范
千屯规范化建设”，打造 26 个示范屯党支
部，并通过“头雁提升”行动培育基层带头
人。在产业领域，推动芒果特色产业集群党
组织联建共建，促进传统产业向现代集群转
型，2024年芒果产量达 39.15万吨，成为富民

强县的支柱产业。
以品牌示范融入全区大局。田东县的经

验与广西建设示范区的整体部署高度契合。
自治区层面提出深化“五个家园”建设，并
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
卷》 编纂，田东县通过非遗保护、红色文化
挖掘等实践，为全区提供了基层样本。在
2024年全区现场推进会上，百色市作为代表
发言，在发言内容中，进一步凸显田东模式
的示范意义。

田东县以实干精神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通过文化凝聚
共识、产业带动共富、治理促进和谐、党建引
领发展，为边疆民族地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提供了“田东经验”。

田东：实干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梁富谋


